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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   复仇女性——“埃莱克特拉” 

复仇女性——“埃莱克特拉” 

□《埃莱克特拉》从很多方面来讲，对于理查·施特劳斯具有很重要意义的戏。首先这

是一部他跟霍夫曼施塔尔第一部合作的戏。应该说在歌剧史上，作曲家和脚本作家达

成密切关系，结为黄金搭档的这样一种关系，并不是很多。以前有格鲁克和卡萨尔比

基，写了《阿尔切斯特》和《奥菲欧》，那是一个黄金搭档，因为他们两个的艺术观

点和才能都很匹配；后来就是比如说威尔第和博伊托，他们的合作诞生了《奥赛罗》

和《法尔斯塔夫》；到后来合作时间最长而且合作最富有成效的是理查·施特劳斯和霍

夫曼施塔尔。 

霍夫曼施塔尔不是一般的小人物，他是在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人，德语文学

史上很重要的作家。天才作家，16岁就出名了，是维也纳当时的青年才子。理查·施特

劳斯比他大一点，但在很多方面理查·施特劳斯受到霍夫曼施塔尔的影响，因为在艺术

观念上，还有对艺术的认识上，霍夫曼施塔尔是超过理查·施特劳斯的。这部戏是他们

合作的开始，他们一共合作了20年。 

这个戏从立意上来说，也是很典型的体现了表现主义的某些特征。讲的也是一个非常

极端的故事，同样是一个女性，但这个女性是一个复仇的女角。说到Elektra这个字，

变成一个象征了，就表现复仇，是复仇女神的化身。整个戏就是表现她这个疯狂的复

仇心理。从情节上就可以看出，它是《莎乐美》的姊妹篇，同样表现人类的疯狂心

理，表现日常生活中很难见到的潜意识或者下意识的局部夸张，跟《莎乐美》如出一

辙。 

■如果说俄狄浦斯王是恋母情结的标志性代表，那么埃莱克特拉正好相反，她可以说是

女性的俄狄浦斯王——正好体现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中的“恋父情结”。霍夫曼

施塔尔在创作脚本的时候非常仔细地研读了与弗洛伊德相关的著作，所以霍夫曼施塔

尔的《埃莱克特拉》脚本要比理查·施特劳斯《莎乐美》的脚本更加激进，更加接近20
世纪初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诠释。在霍夫曼施塔尔看来：埃莱克特拉就是因为父亲的死

而疯狂憎恨母亲的角色，正好体现了弗洛伊德理论恋父情结中对母亲的排斥。整部

《埃莱克特拉》也是以标题主人公为主，其他角色为辅的结构。这个结构当然令人联

想起《莎乐美》的结构。 

□但在音乐手法上这部戏和《莎乐美》有很大的不同，《莎乐美》更多是发掘乐器色

彩，因为我刚才说过，为什么理查·施特劳斯会被《莎乐美》所吸引？更多是为了展现

他的乐队技巧。而《埃莱克特拉》这个戏更多的创意是在和声上。这部戏在理查·施特

劳斯的创作中，是整个音乐语言最大胆最激进的一部戏，很多地方上已经接近了无调

性的边缘，彻底消除了功能和声中和声彼此的联系，把一些没有任何关联的和声并列



在一起。但它（和弦）的结构依然是三度的，所以他仅仅是在无调性的边缘，但没有

最后跨出这一步，跨出这一步是由勋伯格完成的。 

所以《埃莱克特拉》在音响上就比较刺激，听上去比《莎乐美》更加凶暴。另外在乐

队的使用上，也比《莎乐美》更加粗犷。在戏里头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段落可以注意一

下，一个是开幕不久，王后成天作恶梦，因为她把自己的丈夫杀死了。她诉说自己多

痛苦，成天生活在恐惧中。那一段是女高音非常重要的表现，这部戏很有意思，三个

女高音（王后也可以是女中音），三个女高音不同的三个女高音。王后也是女高音，

但她是一个非常低的具有女中音音色的女高音。那段戏对演员是很重要的考验，非常

长。里头用了说，吟，几乎到了咏唱，有的时候还有尖叫。跟德语语音结合得很紧

密，一个好演员可以演得非常有表现力。 

■与《莎乐美》有着惊人的相似：这部戏也可以说是由两次音乐上的极度高潮组成。第

一次的高潮就是埃莱克特拉在墓前的独舞，埃莱克特拉在自己父亲的墓前呼唤阿伽门

农王。我们听到的那个贯穿全剧最鲜明的动机就是阿伽门农王，这个根本没有登上过

舞台，只是存在于埃莱克特拉幻觉之中的角色，居然有如此重要的地位。作品开始于

呼唤阿伽门农的分解和弦，结束于狂暴的阿伽门农呼唤。 

在剧中，埃莱克特拉呼唤阿伽门农，同时对那把行凶的斧子进行了崇拜。这种崇拜可

以联想到很多东西，因为在解释瓦格纳的歌剧时我曾经提到过，武器在西方文化中的

那种象征意义，象征着男性性器官。瓦格纳笔下的诺通宝剑是他的英雄人物雄性力量

的来源。在一部诠释恋父情结的歌剧中，女主角崇拜男性凶器场景具有重要意义。 

□剧终，复仇完成后，埃莱克特拉再次狂舞，那完全是一种宣泄，把自己的生命完全释

放出来，然后倒地而死，几乎接近现代摇滚乐的意思：一种生命力的释放。当然这个

对于歌剧演员来说是痛苦的考验，理查·施特劳斯写的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，因为歌剧

演员不可能会跳舞，但是他要求这个女角在最后是狂舞，并倒地而死。那段音乐非常

长，完全用乐队来表现。这个时候是无词了：人的感情达到最亢奋状态的时候，歌词

是无力的，只有用纯器乐和舞蹈来表达。埃莱克特拉这样一个女权主义化身的女性，

在生命力释放的最顶点的时候，她的精神状态是什么？也可以说是我们得到了一种新

的体验。所以这两部戏都探索了人类心灵的未知领域。 

这个时候艺术的功能发生了改变，它不是在表现什么了。而是在挖掘原来没有体验到

的东西，也就是王尔德所说的：找到一种新的体验是艺术最重要的功能。 

■但是很明显，理查·施特劳斯的音乐不具备表现这样深刻意义的力量。他的音乐效果

非常好，很震慑人心，但大多流于表面效果，不具备脚本的深度。所以理查·施特劳斯

很明智，决定在这条激进的路线上画一个终止，然后重新掉头走回比较传统的一个氛

围中。所以他的音乐作品在后期的创作中间越来越退向古典主义的风格，正好和20世
纪音乐走向合拍。 

 

     


